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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擬進一步打
通 「醫健通」 ，醫務
衞 生 局 昨 日 公 布

《2025年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修訂）條例草案》，建議修訂
「醫健通」 法律框架，循多個方
向提升功能，包括規定醫療機構必
須將求診病人的重要健康紀錄，存
放至其 「醫健通」 個人戶口。修例
草案並建議，容許境外的認可機構，
例如 「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
下的醫療機構的醫護，可存取求診港
人的 「醫健通」 醫療紀錄，方便病人
跨境求診與接受醫療檢查，讓醫療紀
錄由 「市民自攜」 跨境，變為 「送貨
速遞」 。

條例草案將於明日（21日）刊
憲，下周三（26日）提交立法會進行
首讀，政府爭取在今個立法年度內完
成審議，期望措施可分階段實施。

焦點新聞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

大公報記者整理

市民打開醫健
通戶口，提供
個人QR code

1
市民授權
許可

3
獲認可的境
外醫生掃描
QR code 進
行識別

2
境外醫生打
開醫健通，
取覽市民在
醫健通戶口
的健康紀錄

4
境外醫生完成診
斷後，可在市民
的醫健通戶口上

載醫療紀錄

5
診斷完成後，
如果權限被刪
除，境外醫生
不能打開該市
民的醫健通取
覽健康紀錄

6 7
市民返港
後，紀錄會儲存
在醫健通系統

▼ 港人在內地求診十分
普遍，目前有六千多名
長者自攜醫健通電子健
康紀錄到內地使用。

市民跨境使用
醫健通流程

免重複檢查 省錢省時

規定私家醫生上載醫療紀錄

▲准許內地醫療機構指定人員閱覽和存取症歷資
料，可讓病人節省金錢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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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醫務衞生局

為市民建立整全的個人
電子健康紀錄戶口

•精簡市民的同意機制

•市民保留個人資料的自
主控制權

•醫務衞生局局長可要求
指明醫護提供者，將重要
的病人健康資料存入市民
的醫健通戶口

支援基層醫療和市民健
康管理

•擴大可取覽 「醫健通」
健康資料的醫護人員，包
括言語治療師、聽力學
家、營養師、教育心理學
家、臨床心理學家

•為經由醫健通簽發或認
證的電子醫療文件提供清
晰法律框架

支援市民跨境使用醫療
服務

•獲認可的境外醫護提供
者，例如 「長者醫療券大
灣區試點計劃」 下的服務
提供者，可取覽和存放市
民的醫健通紀錄

優化使用和取覽醫健通
資料的法律框架

•清楚說明政府使用醫健
通資料的權限

•清楚說明市民及關連人
士的參與

70多歲的鄧先生在近
半年來，經常在深圳使用
長者醫療券看病。 「在內

地醫院看病，費用平，預約時間靈活，
又毋須等候太長時間」 ，他說，但由於
內地醫生很難看到他在香港的醫療紀
錄，通常只能靠他口述病情，希望容許
內地認可醫療機構取覽 「醫健通」 病人
健康資料的措施，盡快落實。

鄧先生昨日向《大公報》表示，在
香港做電腦掃描、X光或核磁共振等檢
查，排期要一至兩年，費用達數千元，
「我早前在內地照X光片，兩個小時內
完成所有流程，只需花費幾百元。」 他
說，若獲認可的內地醫護可以存取醫療
紀錄，方便回港後進行後續治療，節省
金錢和時間，亦能讓醫生診斷更準確，
避免在兩地看同一種病但要重複檢查。
他又說，只要是獲認可機構，且系統安
全，不擔心有私隱問題。

全面了解病歷 診斷更準確
工聯會大灣區社會服務社總幹事曾

志文向《大公報》表示，隨着愈來愈多
港人使用長者醫療券北上求醫，內地醫
療人員更需要了解港人的病歷、用藥處
方等資料。她舉例說，不少港人北上做
置換關節手術，但醫健通內沒有在港的
X光片、MRI等資料，在內地醫院須重
新再做檢查。電子醫療紀錄互通，可以
更安全、便捷地讓內地醫療機構指定人
員閱覽、存取資料，有助港人用好內地
醫療優勢。 大公報記者易曉彤

市民
讚好

病歷對接 港人求診便捷

醫健通醫健通 通灣區通灣區

市民跨境使用醫療服務日漸普遍，
合資格的長者可於內地九間醫療機構使
用長者醫療券，並須已登記加入 「醫健
通」 。醫務衞生局副秘書長許澤森表
示，目前已有6000多名長者自攜電子健
康紀錄到內地使用，但或會遇到X光影像
紀錄解像度不足等問題，亦要靠市民自
行存放個人跨境醫療資料。

修訂法律框架 明日刊憲
為更有效支援市民，醫衞局建議修

訂 「醫健通」 （條例草案將於21日刊
憲）的法律框架，在能夠充分保障資料
私隱和系統安全，以及符合指明規定及
條件的前提下，認可個別境外的醫護提
供者及公共健康紀錄系統，例如 「長
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 下的服務
提供者，可在醫健通取覽電子健康紀
錄。

當新安排實施後，市民到訪已獲
認可的境外醫護提供者使用服務時，
可選擇授權有關醫護提供者，透過安
全連結，取覽其「醫健通」紀錄，以及
將是次診症或使用醫療服務後的健康
紀錄，上載到其「醫健通」個人戶口。

許澤森說，希望未來 「醫健通」
與內地獲認可機構的官方系統，能夠

實現直接對接，流程和本地類似。在內
地獲認可機構就醫的市民，需打開醫健
通戶口，提供個人的二維碼，醫生掃描
該二維碼進行識別，並且得到這位市民
的許可就能打開醫健通專業用戶的版
面，裏面的數據和影像可以直接顯示，
影像還能在屏幕上放大縮小查看。當醫
生做完診斷後，如果要添加醫療紀錄，
可以直接透過這個版面存入病人的醫健
通戶口。（見上表）

可存入內地看病紀錄
為保障私隱，境外醫護提供者只有

當參與 「醫健通」 的市民在使用其服務
時，並在明確授權下方可取覽及存放市

民的醫健通紀錄。在其他任何情況下，
紀錄均不會跨境傳送。許澤森說，當境
外醫生的權限被刪除就無法再查看紀
錄，而病人返回香港後，紀錄會存儲在
香港的系統內。

許澤森表示，暫未有認可的境外醫
護提供者名單和內容，強調目前只是提
供法律框架，具體仍要視乎港人需求，
以及當地醫療機構的情況。其他境外醫
療機構如有興趣駁通醫健通系統，而市
場上有實際需求，政府會考慮和認真審
視，但保護病人資料私隱和系統安全的
原則不變。

工聯會理事長、立法會議員黃國向
《大公報》表示，現時市民在香港的看

病紀錄無法上傳至內地，或內地看
病紀錄難以帶回香港並上傳，影響
了醫生的診斷，對經常往返兩地就
醫的長者影響很大。黃國說，批准
境外醫護存取病人電子紀錄，可便
利北上求診，有助推動跨境醫療融
合。他期望，獲認可的醫療機構可
擴至覆蓋內地三甲醫院。他又說，
未來若港人在內地的體檢報告都可
存入醫健通，並在香港認受，相信
對需要跨境醫療服務的市民來說，
可更加便利及節省金錢。

醫健通醫健通 通灣區通灣區

政府修訂的條例草案建
議授權醫務衞生局局長，可
要求指明醫護提供者，將敏

感及藥物不良反應、藥物、診斷、疫苗
接種紀錄、化驗及放射報告等重要健康
紀錄，存放在市民的個人醫健通戶口；
亦會精簡同意機制，若市民同意參與醫
健通，公私營機構都可上傳紀錄，市民
會保留個人資料的自主控制權。

視為診所資產 上載率僅0.3%
醫健通自2016年推出，截至上月，

錄得超過1000萬次取覽，其中約59%取
覽者為私營醫護提供者，惟45億項電子
健康紀錄中，只有0.3%由私營醫護提供
者上載。

醫務衞生局副秘書長許澤森昨日表

示，醫療業界部分人仍抱持傳統觀念，
認為病人紀錄是診所的資產，不輕易開
放予同行閱覽。他強調，醫護服務提供
者有責任為市民提供一份整全的醫療紀
錄，政府會逐步扭轉這種傳統觀念。

修例獲通過後，若醫療機構沒有上
載資料，當局會按市民投訴調查，發出
執行通知。違者將被定額罰款1500元，
若仍不上傳資料，有機會被起訴，最高
罰款5萬元。許澤森說，當局會提供抗辯
機會。

《條例草案》亦將擴大可取覽電子
健康紀錄的醫護專業人員類別，包括
「認可醫療專業註冊計劃」 下的言語治

療師、聽力學家、營養師、教育及臨床
心理學家，以及其他在政府和醫管局控
制或管理的醫護機構，如地區康健中

心，提供醫護服務的指明醫護。
香港中華醫學會副會長楊超發向《大

公報》表示，年長的醫生對醫健通操作不
熟悉，或需外界協助。其他醫生為了病
人健康，普遍樂意上傳病人的醫療紀
錄。但他認為，傷風感冒、腸胃炎等普
通病情是否必須上傳，仍有待商榷。

香港醫學會會長鄭志文向《大公
報》表示，若要強制醫護上傳醫療紀
錄，當中很多執行細節需要和業界討
論，以及清晰教育市民。他建議政府設
寬限期，並提供技術支援。

立法會醫療衞生界議員林哲玄歡迎
修例，說改動可以讓醫生更準確掌握病
人病歷對症下藥，但關注私營醫護的病
歷及電腦系統與醫健通系統兼容性。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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